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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调查报告!

重庆市居民抗生素认知及使用情况调查分析

曾琬舒!吴艳琴!胡世弟!张
!

琼!李乐瑜!程
!

梅!邓
!

谋!叶孟良#

"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卫生统计与信息管理教研室
!

A$$$!&

%

!!

摘
!

要"目的
!

通过调查了解居民抗生素认识及使用情况!为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宣传抗生素的相关知识!提出改善措施!以

降低抗生素的滥用率提供依据&方法
!

采用问卷调查法!用
-NJ/5

录入数据!

'+'

统计软件处理数据&主要统计学方法有构成比

描述!秩和检验!

(

" 检验和
;6

8

7017J

回归分析&结果
!

在
"A?

例调查对象中!不了解抗生素的占
%&#AAU

!很了解的仅占
A#@&U

&

文化程度高的人更了解抗生素&抗生素在人群中使用率很高!达
@"#9=U

&年龄越大!抗生素滥用情况越少&获取抗生素时!

&$U

的居民根据医嘱购买!仍有
"!U

的人根据常识自行购买&结论
!

需普及正确使用抗生素的知识!加强其管理!保障人民群众

的身体健康&

关键词"抗菌药$认知$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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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

"$$9

年
%

月
!!

日#陈重华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

的,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滥用抗生素-报告中指出#中国已成为世

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#每年有约
@

万人直接或间

接死于滥用抗生素'

!

(

)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#要远远高于欧

美国家)而重庆作为中国西南片区的门户#抗生素滥用情况更

是不容忽视)故为了解重庆市居民抗生素认识及使用现况#为

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信息#笔者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重庆市渝中

区和九龙坡区部分居民进行了现场调查#现报道如下)

@

!

对象与方法

@#@

!

调查对象
!

选取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社区人群及九龙坡

区杨家坪广场人群进行问卷调查)

@#A

!

调查方法
!

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#自行设计问卷#以不

记名方式填写调查表的方法获得资料)主要内容包括!被调查

者的基本资料*及其抗生素了解*使用及来源情况)

@#B

!

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-NJ/5

和
'+'@#$

统计分析软件进行

统计处理)主要方法有构成比描述#秩和检验#

(

" 检验和
;6)

8

7017J

回归分析)

A

!

结
!!

果

A#@

!

一般结果
!

共发放调查问卷
%$!

份#回收
%$$

份#回收率

为
==#&?U

%剔除不合格问卷
9%

份#有效问卷为
"A?

份#问卷

有效率为
@"#%%U

)有效问卷中男
!!%

名$

A9#?9U

&%女
!%A

名

$

9A#"9U

&)年龄分布情况!

$

$

"$

岁$

!%#%&U

&#

"!

$

A$

岁

$

&@#$"U

&#

A!

$

&$

岁$

!%#?&U

&#

$

&$

岁$

A#$$U

&)文化程度

分布情况!小学及其以下$

!$#9%U

&#初中$

!%#?&U

&#高中及中

专$

%A#A!U

&#大专*本科及其以上$

A!#%$U

&)

A#A

!

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知晓情况

A#A#@

!

在
"A?

名调查对象中#有
%&U

的居民对抗生素不了

解#

9U

的居民了解%有
!"U

的人认为新药比老药好#

"=U

的人

不认为抗生素新药比老药好#

9=U

的人不知道)另外#

""U

的

人认为使用抗生素对人体没什么危害#结果见表
!

)

表
!

!!

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情况$

&d"A?

%

项目 人数 构成比$

U

&

您知道抗生素吗

!

不了解
=$ %&#AA

!

一知半解
!A9 9@#?

!

很了解
!" A#@&

您认为抗生素新药都比老药好吗

!

是
"= !!#?A

!

不是
?! "@#?A

!

不知道
!A? 9=#9"

@&$"

重庆医学
"$!"

年
?

月第
A!

卷第
"$

期



续表
!

!!

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情况$

&d"A?

%

项目 人数 构成比$

U

&

你认为抗生素对人体的危害大吗

没什么危害
99 ""#"?

危害大
!!A A&#!9

有点危害
%% !%#%&

不清楚
A9 !@#""

A#A#A

!

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情况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统

计学分析表明#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抗生素的了解程度的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$

(

"

d%@#=?9%

#

?

%

$#$9

&)小学及其以下不

了解占
@9U

%初中占
9%U

%高中占
%AU

%大专*大学及其以上

占
"!U

#见表
"

)

表
"

!!

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情况(

&

$

U

%)

项目 小学及其以下 初中 高中及中专
大专*

本科及其以上

不了解
""

$

$#@9

&

!@

$

$#9%

&

"=

$

$#%A

&

"!

$

$#"$

&

一知半解
%

$

$#!!

&

!&

$

$#A?

&

9%

$

$#&"

&

?%

$

$#?"

&

很了解
!

$

$#$A

&

$

$

$#$$

&

%

$

$#$A

&

@

$

$#$@

&

合计
"&

$

!#$$

&

%A

$

!#$$

&

@9

$

!#$$

&

!$"

$

!#$$

&

表
%

!!

对抗生素了解情况的
;6

8

7017J

回归分析结果

项目
不了解

&

$

U

&

了解

&

$

U

&

多变量分析

ST =9UKP ?

性别 男
%? %"#?A ?& &?#"&

女
9% %=#99 @! &$#A9

年龄$岁&

$

$

"$ !% %=#%= "$ &$#&!

"!

$

A$ 99 %"#?A !!% &?#"&

A!

$

&$ !A A!#!@ "$ 9@#@"

$

&$ ? 9@#%% 9 A!#&?

文化程度 小学及其以下
"" @A#&" A !9#%@ "#AA !#@"

$

%#"@

%

$#$$$!

初中
!@ 9"#=A !& A?#$&

高中
"= %A#!" 9& &9#@@

大专*大学及其以上
"! "$#9= @! ?=#A!

表
A

!!

居民对抗生素的使用情况$

&d"A?

%

项目 频数 构成比$

U

&

抗生素使用情况

经常使用
%$ !"#!9

偶尔使用
!?A ?$#AA

不使用
A% !?#A!

您在家中会常备青霉素等抗生素吗

会
!%9 9A#&9

不会
=? %=#"?

不知道
!9 &#$@

病情好转#您会马上停药吗

会
!=$ ?&#="

不会
9? "%#$@

不知道
$ $#$$

A#@#B

!

居民对抗生素知识的了解情况的影响因素
!

文化程度

对抗生素的知晓有影响#文化程度高的人更了解抗生素$

STd

"#AA!

#

?

%

$#$9

&#性别*年龄对抗生素的了解情况无影响$分

析时将一知半解和很了解统归为了解&#见表
%

)

A#A

!

居民对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分析

A#A#@

!

"A?

例调查对象中#有
99U

的人家中常备有抗生素#

%=U

的人家中没有常备)生病时#经常使用抗生素的占
!"U

#

偶尔使用的占
?$U

#不使用的占
!@U

)病情有好转后#

??U

的

人马上停药#

"%U

的人会继续用抗生素#见表
A

)

A#A#A

!

居民抗生素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
!

不同年龄的居

民对抗生素的使用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#年龄越大#抗生

素滥用情况越少$

STd$#9?9

#

?

%

$#$9

&#性别*文化程度不影

响居民抗生素的使用情况$分析时将偶尔使用与经常使用统归

为使用&#见表
9

)

表
9

!!

对抗生素使用情况的
;6

8

7017J

回归分析结果

项目
使用

&

$

U

&

不使用

&

$

U

&

多变量分析

ST =9UKP ?

性别 男
=" @!#A" "! !@#9@

女
!!" @%#9@ "" !&#A"

年龄$岁&

$

$

"$ "A ?"#?" = "?#"@ $#9@ $#%@

$

$#@$ $#$$?

"!

$

A$ !%= @"#?A "= !?#"&

A!

$

&$ %! =!#!@ % @#@"

$

&$ !$ @%#%% " !&#&?

=&$"

重庆医学
"$!"

年
?

月第
A!

卷第
"$

期



续表
9

!!

对抗生素使用情况的
;6

8

7017J

回归分析结果

项目
使用

&

$

U

&

不使用

&

$

U

&

多变量分析

ST =9UKP ?

文化程度 小学及其以下
"$ ?&#=" & "%#$@

初中
"& ?&#A? @ "%#9%

高中及中专
?% @9#@@ !" !A#!"

大专*本科及其以上
@9 @%#%% !? !&#&?

A#B

!

对居民抗生素的来源情况分析
!

在
"A?

例调查对象中!

&$U

的人表示抗生素应遵从医嘱购买#

"!U

的人根据常识购

买#

!9U

的人由药店推荐#见表
&

)

表
&

!!

居民抗生素的来源构成情况$

&d"A?

%

项目 频数 构成比$

U

&

遵从医嘱
!A@ 9=#="

经验常识
9" "!#$A

药店推荐
%? !A#=@

广告
9 "#$%

其他
9 "#$%

合计
"A? !$$#$$

B

!

讨
!!

论

B#@

!

抗生素了解及使用情况
!

根据调查结果显示#居民对抗

生素的了解程度还不够深入#使用抗生素的随意性较大)在中

国近
"$$

万听力障碍的残疾人中#有相当比例是不合理使用氨

基糖苷类抗生素造成的'

")%

(

)针对群众对抗生素知识的普遍缺

乏#应加大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教育#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干预来

改变观念#使人们真正掌握如何合理的使用抗生素)目前#健

康教育是预防抗生素滥用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'

A)9

(

)政府

及相关民间组织应及时*大量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如健康教育

讲座*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活动等#以增强大众的自我保护

意识)

B#A

!

抗生素来源情况
!

本调查与越南农村地区'

&

(

#丹麦社

区'

?

(的调查结果类似#居民储备的抗生素大多为从前在医院就

诊时留下的)因此#需加大医院对抗生素使用的监管#如取消

门诊输液室#采用抗生素申请制度#使用权限与定期统计*检查

制度的建立#以及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指南等的制订'

@

(

%制订医

生分级使用抗生素制度#作为医务工作者#有义务向居民普及

有关抗生素方面的知识)另外应加大对药店的管理#严格按照

国家局规定#

9

类抗生素必须凭处方销售*加强药店业务员抗

生素相关知识的普及)另据调查结果显示#少部分民众对药品

广告的盲目信任#经常主动要求医生给予多种*大量*新一代的

抗生素)这就加重了抗生素的滥用情况#国家应制定相关法

规#加大对广告的监管)

B#B

!

抗生素滥用原因
!

使用抗生素存在错误认知!普遍认为

抗生素等于消炎药%新的抗生素比老的好$

!"U

&#一旦有效就

停药$

??U

&等%人们对抗生素的过分依赖)忽视了人体自身抵

抗力!

@"U

的人生病时都会不同程度使用抗生素#并且还有

""U

的人认为使用抗生素对人体没什么危害#由于对抗生素的

认识存在许多误区#导致人们对抗生素过分依赖)医生不正确

的用药指导!有的医生凭经验或习惯用药#或出于经济利益因

素为患者用药#以及药师的用药指导作用得不到发挥#一定程

度上误导*加重了抗生素的滥用)单就急性上呼吸道感染$简

称.感冒/&而言#主要是由病毒引起的#抗生素对各种病毒感染

是无效的#可医生在用药开具处方时不能严格执行治疗用药原

则#基本都采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联合应用'

=)!$

(

)

综上所述#人们对抗生素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#抗生素的

正确使用未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)抗生素的滥用给广大群众

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和经济上的损失#也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#

加重了国家医疗资源投入的负担)国家应完善相关抗生素使

用的条例和规范#社会各界积极响应*参与相关的公益卫生活

动#倡导医疗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规范*树立良好的医风医德#

鼓励个人关注健康知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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